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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水环境是指分布在广大农村的河流、湖沼、沟渠、

池塘、水库等地表水体、土壤水和地下水体的总称 [1]，是农村
大地的脉管系统，对旱、涝、降雨及生态环境起调节作用，也

是农村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党的十七大报告明

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2]。可见农村的生态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一项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村水环境的现状与这一要求不

相适应，并已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

此，分析农村水环境现状及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寻水

环境治理对策，对改善我国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及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有重要意义。

1 我国农村水环境现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由于种种原因以往只关心城

市的水环境，对农村水环境的治理考虑较少。近年来，由于

大量水质超标的城市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向农村，以及

农村集约化高速发展产生的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养殖

废水，加上农村面源污染等造成了农村水环境的严重污染，

污染事故时有发生，既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又直接威胁着广

大农村地区居民的身体健康。据水利部称，目前我国农村约

有 1.9亿人饮用水中有害物质含量超标，一些地区饮用水
水源还遭受了致畸、致癌、致突变等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饮

用水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如，沙颍河畔的河南省沈丘县周营

乡黄孟营村、江西乐安河沿岸、天津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和刘

快庄村、陕西华县龙岭村等地，癌症死亡率长年居高不下；

广东省 15个市的部分农村居民，因饮用水问题患上了斑牙
病、结石、皮肤病、甲状腺等疾病；近几年血吸虫病在长江流

域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云南 7省的 110个
县（市、区）再度流行。上述事实都是农村水环境严重污染的

结果。分别对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江苏省海门市的水环

境状况和山西省农村饮用水安全状况的调查发现，2个地
方的水环境污染情况均较严重（海门市因水污染严重不能

进行水产养殖的水域面积达 7 150 hm2，占当地水域总面积
的 55%；山西省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 1 200万，占该省农业
人口的 50%。），说明无论是缺水的北方还是水量丰富的南
方，农村水环境都受到了严重污染。

2 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水环境污染问题高度关注。温家宝

总理在 2006年 8月 30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委会议上强
调，各级政府要把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摆到优先位置，加

快实施饮水安全工程规划。全国各地兴起了农村水环境治

理的热潮。但笔者调查发现，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还存

在很多问题。

2.1 法律体系不完善 法律是一个国家有效运行的行为准

则。目前我国关于农村水污染防治、立法还处于空白状态，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没有对农村水环境

污染治理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虽然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中针对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给出了 5条
措施，但该法要等到 2008年 6月 1日才能够生效。因此当
前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无法使用合理的法律，这给农村

水环境的治理带来了很大困难。

2.2 农村水环境保护意识薄弱 表现为：淤地方政府对农
村水环境的重视不够。长期以来我国的环保政策导向主要

是针对城市水环境的保护，农村水环境治理刚刚起步。所以

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对农村水环境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也没有对环保部门的工作进行认真监督，导致很多环保部

门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及时转变工作思路，将农村水环境保

护置于应有的位置。而事实上水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

统，它不仅包含城市水环境也包含农村水环境。并且农村水

环境覆盖的面积更大、人口更多，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也更深

远，若仅着重于城市水环境的治理，不但不能阻止整个水环

境的恶化，还会使城市水环境的治理工作事倍功半。于农村
居民及农村干部的环境保护意识差。受文化水平等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农村居民，甚至是农村干部多看重

经济利益，忽略潜在的危害，水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没有意

识到近年来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镇企业的迅速

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畜禽养

殖业的集约化、工厂化等对农村水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

如，我国很多地方的农村对外来投资建设项目“一路绿灯”，

致使国内外的一些重污染企业建到了农村，从而把重污染

也转嫁给了农村水环境。

2.3 没有抓住治理主体 环境保护是一项社会性极高的

活动，它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进行农村水环境治

理，当然需要农村居民的参与，作为受益者，他们更应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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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诱杀效果差异不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1）溶性黏着剂在蔬菜保护地微小害虫防治中有广泛
的应用价值。黏着剂中如果添加含对葱蒜类蔬菜害虫有诱

集作用的萜类植物提取物，黄板对百合科蔬菜的微小害虫

会有很好的诱杀效果。

（2）制作建筑涂料和胶水所用的羧甲基纤维素钠是价
格低廉的大宗工业原料，因而应用工业甘油这种水溶性黏

着剂市场成本比机油黏着剂要低得多。另外这种黏着剂对

人畜无害，与塑料粘板亲和性良好，且可以与多种非极性的

植物提取物混合使用。粘板涂抹该黏着剂可以反复使用，但

遇水即溶的特点使其比机油好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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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如今刚刚起步的农村水环境治理却是政府在唱主角。

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政府包办代替的现象。这一方面影响

了农村居民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

政府的投入力度有限，不能使水环境治理措施得到很好的

执行。

2.4 资金来源不足 城镇水处理资金通常以财政划拨、土

地收入、配套费等为支撑，而农村水环境治理所需资金目前

则以国家部分专项补助资金、农村集体经济为主。相对于覆

盖面广、污染程度严重的农村水环境而言，十分有限的治理

资金可谓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3 建议

3.1 加强农村水环境保护意识 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对

农村水环境治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相关部门应抓住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契机，以 2007年11
月 2日国家环保总局、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建设部、卫生
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林业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

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3号)为依据，把农村
水环境保护及治理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农村水环

境保护意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淤加强水环境保护宣
传。针对农村居民及村干部环保意识淡漠、水污染防治知识

欠缺的现状，通过环保教育和宣传，提高其环保意识。可在

农闲时间，开展环境保护知识讲座，并且采用多种宣传方式

（如贴宣传画，利用广播、电视及网络等媒体），使农村居民

及村干部了解水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使其明白该怎么做，

以切实增强其水环境保护意识。于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领
导干部考核内容。对于地方政府的领导，除了加强其环境保

护意识外，还要增强其水污染防治责任感，把水环境保护

工作作为评价政府工作和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3.2 完善农村水环境法律保障体系 针对当前农村水环

境治理执法不力、无法可依的现状，亟需建立完善的农村水

污染防治体系，为一切行为设立法律依据，切实保护农村水

环境。在建立、健全我国农村水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中，应

在《水污染防治法》所确立的基本框架之内，结合农村水污

染的产生原因，将基本制度进一步具体化。诸如乡镇企业在

规划建设之时要遵守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

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农村的水体实行定期监测制度、水体保护

政务公开制度、突发水污染事故的申报及应急措施制度等。

另外，还应建立一项农村水环境恢复的分担制度。可通

过征收社会保障税等形式从城市受益者收取部分资金用于

解决农村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可以让受益者建立一项

农村环境恢复基金，用该基金来解决农村污染问题，恢复农

村的良好生态环境。

3.3 明确农村水环境治理的主体 农村居民是农村水环

境治理的主体，在农村水环境的治理中，要充分尊重农村居

民的意愿，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对于农村水

环境的治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府在农村水环境

治理过程中应积极引导扶持，但决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搞

行政命令。即主导权在政府，但落脚点在村庄，关键应在人

民群众中开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淤树立农村居民的
主人翁意识。农村水环境治理改变的不仅是农村水环境，甚

至还会改变农民传统的用水、用厕、用灶方式。因此，应加强

宣传，树立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使其自觉参与到水环境治理

中，推进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顺利开展。于充分听取农民的意
见。农村水环境与当地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

水环境治理还应与各地的资源特点、村舍民居及生活习惯

相结合，立足乡村实际，从村民最迫切的需要出发，同时充

分听取农村居民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愿。盂鼓励农民积极
参与水资源的管理。这能够有效监督行政部门及企业的各

种行为，增强农村水污染治理的科学性、民主性。

3.4 确保资金来源，并管理好有限的资金 应抓住“十一

五”期间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向农村倾斜的有利时机，切实增

加农村水环境治理建设费用，建立公共财政投资农村水环

境治理的长效机制。创新财政支农方式，建立政府、企业、社

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制订出一系列扶持性政策，引导和鼓励

社会资金参与农村水环境保护，对农民自主投资投劳建设

的项目，以及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鼓励推广的项目，可

以采取以奖代补、项目补助的办法给予引导性支持。另外，

还要加强国际合作，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利用国际组织、民

间机构等提供的资金。

关于资金的管理，一定要确保建设资金效益的最大化。

最好是县、乡镇政府部门统筹建设项目，加强部门联动和政

策集成，加大资金的协调、整合力度，确保工程建设一个、群

众收益一个，实现财政资金效益的最大化。水环境治理资金

的申请和使用应以项目为载体，县、乡镇均要建立项目库。

加强审计和监督，确保农村水环境治理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实行专款专用。坚持项目公开、任务公开、投资金额公开，规

范项目管理，接受群众监督和评议。本着节约实用的原则，

不能出现村庄举债建设水处理设施，防止造成新的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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